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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正畸矫治完成后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成功，牙齿的复发和

不稳定现象是正常的生理反应，一般来说，需要 6耀12 个月使

牙周组织变得稳定，一年的时间使牙周弹性纤维完成改建[1]。

故为了更好地保持正畸治疗效果，人们需要佩戴保持器以减

少牙齿移动、稳定牙齿的排列情况、降低复发率。在保持的初

期，患者需要全天佩戴保持器半年至一年，此后需至少常规佩

戴两年，成年人甚至要终生佩戴[2]。

最常在临床使用的保持器有压膜保持器、Hawley 保持器、

舌侧固定保持器。其中，舌侧固定保持器被认为是有效的，无

须患者配合，但是由于菌斑和牙石在其上的积累，而被认为有

破坏牙周的可能性，且其放置耗时、技术敏感性高，故降低了

正畸医师的使用率[3]。在短期内，压膜保持器的牙周危害要比

Hawley 保持器高，但在后期随着佩戴时间的增大，压膜保持器

对牙周的损害不断增大[4]。但 Licia Manzon 等学者的研究数据

显示，与 Hawley 保持器相比，压膜保持器的佩戴更加舒适、美

观、便宜且更易于佩戴。一些学者指出，与 Hawley 器械相比，

压膜保持器在降低复发风险方面更为有效。

综合各方面原因，透明压膜保持器成为患者和医生的首

选，同时压膜保持器也在各方面不断优化。传统的热压膜保持

器体积较大，唇颊侧覆盖至龈缘上 3耀5mm，舌侧延伸至距龈缘

10mm 处，过大的包裹面积不利于维持牙周健康[5]。改良后的压

膜保持器体积减小，有利于唾液发挥自洁作用，并减小舌腭侧

压迫感及牙周刺激，起到了更好的固位效果[6]。此外，主要成分

改为聚乙烯肽酸，具有更高的安全性，不易引起过敏性口炎及

口腔炎症，易被患者接受。

2 保持器清洁的必要性

透明压膜保持器的优点突出，但由于其凹凸不平的形状，

在其凹面内可能会增加菌斑的堆积，并增加清洁难度。此外，压

膜保持器整体与牙齿牙周相贴合，不利于牙周和牙齿的自洁作

用，并为细菌提供保护屏障，因此清理保持器显得尤为重要。

若是不能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，透明保持器上会出现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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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软垢并泛黄，如此便不再透明美观，患者佩戴的意愿度将会

大大降低，并提高龋病的发生率[7]。菌斑长期滞留还会引起牙

周组织的不良反应，甚至破坏牙周软硬组织，导致牙槽骨吸

收。Licia Manzon 等人所得的牙周健康指标的分析也支持以下

观点：与 Hawley 保持器相比，压膜保持器可能有助于牙菌斑

的形成，并且可能与牙周疾病有关。其原因有可能是密封作用

产生的内部无氧环境，使动态平衡的牙菌斑生态系遭到破坏，

故有利于厌氧杆菌的生长繁殖[8]。这些微生物可以消化口内滞

留物，产生难闻的挥发性硫化物，一定浓度的硫化物会抑制胶

原形成并刺激宿主炎症和免疫反应，导致牙槽骨吸收[9]。

3 保持器清洁的方法

3.1 机械性清洁法

机械性清洁法包括刷洗法和冲洗法。仅使用牙刷清理效

果不理想，不利于牙周健康。一般来说，对于保持器表面的沉

积物和变色，机械性清洁法可以很好地去除。但单纯的机械清

理无法有效去除黏附于透明保持器内面的污物及细菌[10]。要想

达到足够的清洁效果，需仔细涮洗保持器的每个面。即使配合

牙膏协助清洁，牙膏短暂的化学作用也不能抑制细菌繁殖。此

外，牙膏中存在研磨成分，易刮擦压膜保持器表面，影响保持

器外观及寿命，并进一步促进细菌的黏附[11]。

3.2 化学性清洁法

化学性清洁法拥有低磨耗、高效率等优点，并可彻底杀灭

菌斑微生物，但长期使用会对保持器的弹性、色泽、气味等物

理化学性质产生影响。此外，化学性清洁法对牙石等附着物的

清洁并不理想。

化学性清洁法主要是使用不同类别的化学清洁剂，包括

液体制剂、粉末制剂、泡腾片等。

临床上保持器多与义齿用相同清洁剂。常用的消毒剂主

要有戊二醛、乙醇、氯己定、次氯酸盐、过氧化物等。按成分可

分为酶型清洁剂、酸性制剂、碱性次氯酸盐和碱性过氧化物。

已知酶型清洁剂中起作用的主要成分是蛋白水解酶和过氧化

物，其中蛋白水解酶能够水解菌斑的基本成分如粘蛋白、糖蛋

白，破坏菌斑附着所需要的获得性膜，而过氧化物遇水可产生

活性氧清除污垢并杀灭厌氧菌，从而有效达到抑菌作用。此

外，清洁剂普遍加入过氧化物活性剂———四乙酰乙二胺，以提

高过氧化物在低温水中的化学作用。

吴凤鸣的研究指导义齿清洁剂的选择，其选择用白色念珠

菌 SC5314 生物膜，根据推荐时间浸泡于保丽净、Protefix、澳多-
C、雅克菱义齿清洁剂和 0.2%葡萄糖酸氯己定中进行检测[12]。在

减少生物量与生物膜活性两个角度上，保丽净的检测结果最

优。事实上，单纯使用本实验中 5 种义齿清洁剂浸泡仍可检测

到数量不等的活菌，提示无法达到完全的清洁效果，此结果与

Jose 等人的研究结果吻合[13]。

3.3 微波消毒法

1985 年，Rohrer 等学者提出另一种清洁方法，即使用家用

微波炉对义齿进行消毒。在现代家庭，微波炉使用方便，无须

额外支出。此外，微波消毒不引起真菌、微生物的耐药性，这是

其独特优势。

微波消毒的原理包括非致热效应与致热效应两种形式。

微波通过“非致热效应”改变细胞膜周围的离子和电子浓度，

改变细胞膜通透性，使细菌细胞功能紊乱，故而产生杀菌作

用；而“致热效应”是选择性加热细胞极性有机物把微波能转

化为热能，加剧分子运动，升高反应体系温度，从而改变细胞

膜的通透性和细胞结构，导致细菌死亡[14]。总之，微波灭菌是一

方面通过“非致热效应”使微生物体内的蛋白质和生理活性物

质发生改变，另一方面通过“致热效应”快速升温产生灭菌作

用共同的结果。

微波消毒压膜保持器的有效性已被夏雪华等学者证实。

与运用氯己定消毒相比，微波消毒后微生物重新聚集的风险

更低、附着的间隔时间更长。有学者研究表明，微波消毒对白

色念珠菌、都柏林念珠菌的杀灭都非常有效。同时，微波消毒

的有效性也与微波时间、功率、物体表面水分以及微生物的种

类有关。

研究表明，水是微波的强吸收介质，水的存在能显著增加

微波的消毒效果。但经水浴辅照消毒后，压膜保持器会发生明

显形变，相关学者建议擦去压膜保持器表面水分后直接置于

托盘上，同时倒 20ml 清水于塑料杯中用来吸收多余微波，并

维持微波炉内的湿度以避免微波炉损坏。

夏雪华等学者的研究表明，经多次消毒后压膜保持器表

面始终处于较低的温度范围内，因此也未发生明显的形状和

适合性改变[15]。一般来说，微波输出功率越大，时间越长，所产生

的电磁场就越强，分子运动就越剧烈，消毒作用越强。但过长的

时间，除浪费能源外，还可能影响压膜保持器的物理化学性质，

微波消毒是否会影响保持器的其他性能尚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4 结语

口腔卫生的维持一直以来都是正畸治疗的基础，现有的压

膜保持器清洁措施在不断完善，同时也有新的清洁观念不断涌

现。然而，不论是机械清洁方法、化学清洁方法，还是微波消毒

法，都是希望通过去除菌斑微生物来实现口腔卫生的维持[16]。

就目前而言，机械清洁虽然可以直接去除保持器表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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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积物和菌斑，无成本消耗，但易在保持器表面形成刮痕，操

作烦琐，患者自我维护效果不理想；化学清洁有低磨耗、高效

率的优点，但长期使用可能影响保持器的气味、弹性、色泽等

理化性质，并容易产生耐药性；微波消毒法更容易实施、成本

消耗低且不产生耐药性，但国际上微波消毒压膜保持器的相关

研究依然十分有限，研究结果尚不能有力地支撑临床广泛应

用。笔者认为，微波消毒保持器的有效性是肯定的，但影响因素

是多方面的。目前对微波消毒压膜保持器的研究尚不完善，未

来的研究应当扩大样本量，延长研究周期，确定微波消毒有效

性的最大影响因子、微波消毒压膜保持器的最佳频率、长时间

使用微波消毒保持器对压膜保持器理化性质的影响以及微波

消毒压膜保持器是否有必要联合化学或机械清洁方法。

参考文献

[1]许晓岑,李壬媚,唐国华.Hawley 联合舌侧保持器和压膜式保持

器的临床正畸保持效果比较[J].上海口腔医学,2011,20(6):623-626.

[2]郑光.Hawley保持器联合舌侧固定保持器与单纯应用压膜式保

持器的保持效果临床研究[J].当代医学,2012,18(33):99-100.

[3]卿尚兰,刘鑫, 璘宋锦 .三种常见保持器对牙周健康影响的 Meta

分析[J].重庆医科大学学报,2017,42(9):1099-1105.

[4]邓卓峰,周峥.冠式间隙保持器恒牙助萌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

[J].重庆医学,2013,42(12):1345-1349.

[5]许音,马哲,刘春艳,等.不同类型保持器对固定矫治后再矿化的

影响[J].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,2014,24(11):654-657.

[6]王华,林妙端.透明保持器不同清理方式对牙周健康的影响[J].

海峡预防医学杂志,2015,21(3):104-106.

[7]和璐,李蓬,沙月琴,等.牙周炎患者牙周袋内硫化物水平与牙周

临床指标的相关分析.中华口腔医学杂志,2006,41(4):209-211.

[8]蒙宇,挥发性硫化物在牙周病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.临床合

理用药,2011,4(29):149-151.

[9]黄晶晶,于皓,郑明.使用微波进行义齿消毒的研究进展[J].口腔

疾病防治,2017,25(4):266-269.

[10]袁文钧,张国晴.义齿清洁剂[J].口腔材料器械杂志,1998,7(4):

202-204.

[11]林旭.义齿清洁剂对义齿性口炎预防效果的临床观察[J].海峡

预防医学杂志,2011,17(5):85-86.

[12]张燕萍,吴凤鸣.5 种义齿清洁剂对白色念珠菌生物膜清洁效

果的比较[J].口腔医学研究,2011,27(5):368-371.

[13]骆琳,丁青芝,张勇,等.微波灭菌在食品工业中应用研究现状

[J].江苏调味副食品,2008,25(3):22-29.

[14]肖淼鑫,张仲欣,张玉先.牛乳中微生物的微波致死特性实验研

究[J].食品与药品,2005,7(1):48-50.

[15]夏雪华,马长柏,孟建忠.微波消毒对正畸活动保持器尺寸稳定

性和适合性的影响[J].浙江医学,2014,36(3):201-204.

[16]黎金旭,林世红,林育.浅析影响微波杀菌效果的因素[J].材料

导报,2009,23(11):42-43.

医疗卫生设备 Medical Equipments

80


